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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1雪 .1. 

前

编写《银 )11 文化史)>，是银州市文化黯于 1994 年初提窑，并

将面报告上级的。银川市人民政府于当年 9 月即挑准立项，并成

立了《银 )11 文化史》辑辑委员会。组织编写是史 z 旨在全面反映

银川!市有史以来的文化活动，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及发展载律，存

史资政，为发展银川市文化事业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、扩大对外

开放摄务。主管市长挫任名誉主任，市文化局领导、这市有关部

门矢责人;工会、团委、体育、科技等方哥哥的专家学者 ï节辖县

E 的文化局长、文化馆长等担任编委会领导或成员。草织和编写

作由银川市群众艺术馆具体承担。

1995 年 6 月，召开首犀编委会，讨论并通过了《银 )11 文化

史》的制考察总纲"和"编筝计却飞问时成立缩辑办公室。是年，

又将本项工作列入 M银川l 上台睛"的八大工程中。永宁县、贺兰

县、新城区、城[;[先后组建了同级"文化史"编委会或编写班子;

市科协、体委次第推出"科普史押、"群众体商史飞各地主、各系

统的"文化"考察工作也普遍开展起来，这使本史的编撰具备了

广而嚣的基础，由现了众志成城的好势头 o 经广征博览，三度寒

暑，编写工作于 1997 年 12 月基本完成。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受到

银 )11 市党政领导晖育守、韩有为、冯声!哥华、素:林海、曹维新等同

志的关心和支持，他们在审题立项、批拨经费等方富均予很大支

持和鼓踌 o 银 )11 市财政渴我专门经费资助出版。编樊会领导成员

贺吉德及宁夏文史馆名誉馆长徐梦麟、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虽牛

达 3主、宁夏文化厅文物管理处李祥石、《宁夏文史》副主编萌迅黯 B

宁夏语委会生任、民进宁夏区委秘书长马学恭、宁夏文联业务领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• 2 • 前言

导虞期香、吴淮生等在提供史料、审稿修订中贡献不凡。中国社

会出版社总经理、编审和类，银川市群艺馆馆长患有直为本书的出

版花费了很多心血，在此，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!本史编写

过程中，不仅参考了本区的市、县、市辖区志和部门专业志、《宁

夏通史》等，而且大量参考或综合引证了许多专家的学术专著、论

文，吸收了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，专此声明致谢，并在引文处注

明。

《银川文化史》分为古代卷、近现代卷和当代卷。

参加古代卷编写的有:

张复兴 前言 绪论第一、二、四、五、七、八、九、

十、十一章、大事记

李祥石 第三章

记

牛达生 第六章 第七章第五节等

胡迅雷 第五章第四节等

古代卷由贺吉德修定并承担了大量编务工作，张复兴统稿。

参加近现代卷编写的有 z

张复兴 第一章至第九章

马学恭第十章

钱朝晖 第九章中第一节

近现代卷由贺吉德编审，张复兴统稿。

参加当代卷编写的有 z

张复兴 第一章等

章庆贤群众文化群众团体教育体育科技

匾直至日 由:慧茹 民间文艺 老年文化个体文化 大事

高岩专业文化贺兰县文化永宁县文化文人录

张东旭城区文化新城区文化郊区文化名胜古绩社

会文化 文人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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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准生、 5盖其香 宁夏文联

郑佩玲妇联

孙萌亮 科技普及

赵风洲、孟短程体育

钱文龙 宁夏电影制片厂

胡文臻、保元璋 贺兰县文化

方霞天、田汝洁、吕学学 城区文先

王智斌、刘庭芳 薪城这文化

王建里 永守县文化馆

.3. 

当代卷由患有渲、 3位庆贤统稿，张复兴撬窍，贺吉德审定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霞，时力紧负，加上史料的最轶和澄没，资

料收集十分崩难，许多方面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探索与研究，慈

请专家学者、广大读者对本书批评、指导。

编辑 5至

1998 年 5 月



章者 论 .1. 

绪论

任何一个国束，任何一个民族，都具有非它英属的文明历史。

问样，一条大洒，一方古士，t!!，凝富有窍己的历史与文化。历史

是始末、搞迹，文化是结品、血脏。文化，广义是指人类在社会

历史实踏过程中府制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。狭义是指

在…~物主量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揭形

式的总和。如社会教育、科学、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道德、法律、

宗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在发展中所达到的水平，可视为文化

水平。群众文化，是人员群众自找进行的，以满足自身的精禅生

活和知识需要为目的，以文学艺术为中，心内容的社会历史现象。它

包指群众文化浩功、群众文化工作和群众文化事业，捞及至:1]文化

艺术、科学技术、宣传、教育、娱乐、群众体商等人们文化生活

的各个方菌。专业文化，指从事某种文化工作或文艺创作，并以

此为社合职业的专业文化艺术工作者所创造的文化成果。群众文

化租专业文化是文化领域内两大柱石，两大组织机体。二者的关

系是 z 群众文化是母体、先导，是孕商和发展专业文化的莲磁。专

业文化出于蓝而胜于茧，又成为辅导、示班和提高群众文化的主

要力量。宫的既有区躬，又有联系，既互相挺进，又相互散i 约。

我们为群众文化修史，是因她发端于人类之韧。我们的先植

仇 远古人类，虽然早已病灭，但他的遗黯下的天物 z 文化，却

如永动着的血融3至今跳跃， fW.万里长河奔腾不息。从文物遗迹和

经典史籍中搜示出:阶级出现后才滋生了专业文化〈分工) ，它是



.2. 量毒 论

分流竣破的交流，且在长途中又多次融汇多次援生，群众文化不

仅是摞，商旦起永不相竭的主流。经过数千年岁月和克数代人类

的创造与积累，群众文化宝库藏大广深、瑰宝藏之不尽，用之不

竭。新中国部元后，特射是 20 世纪 gO 年代以来，群众文化在改

革和开敖中大放光影 z 在继承上，传统的优秀文化被控摇摆现 F 交

攘中又晓放和引进了众多新形、外来文化，极大的满足了人民群

众的精神生洁和知识需要。担菇，人们在创造和欣赏、享受文化

能同时，又相望着明天的文明。在有中部特色8号文化，为中国个

数亿人民大众供足精神食品，中国的班代化建设方隐居劲十足，愈

走愈光嚼。为此，全商反映本地区有史以来的文化，科学地总结

历史经磁及发展规律，以文住史使之适应将使进两个文明建设，已

是当务之急的历史使命。群众文化的内睿十分丰富，其越国更为

广泛。以蔚，曾有四大支柱之谓 z 黯各级政府确属的文化厅、胁

及文住馆站 z 各级工会及工人俱乐部、工人文化带;各级由委及

青少年文化宫、科技f活动中心 z 骂军队中的宰人俱乐部等。黯辛苦时

代的进程，业号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税构设置不断扩大，发达兴

旺的群众文化活辑愈加丰富多彰。从科技普及到全民健身 z 白全

酣采汇集成民剖文学艺术至全方位的精神文明活动;自党政耕，关

的墙报、文体活动达乡村农家的模联年屈、社火j离会 s 迄电视、录

像、茶馆、舞厅抵广告蝶璜模特书市等 p 五影鳞鳞，斑斓克择。以

银川市始实际状况，我的采用业务术语，将群众文化的主要罢工作

单位和内容穰括为四句话十八个字 z 文工部群，教科体妇，写去农

市商量在，三民个体户。文 z 包括文化厅、局及文化馆、站，文联

及各协会，文物保护及研究单位 o 工I!P工会、工人俱乐部、厂

区文化和职工文化等。国 z 指由婆的青少年文化、科技中心及活

动等。群 z 食群艺馆与全市业余文学艺术队伍及活动。教=有大

专、中小学的背乐、荣术、体育敏育，校园文化。科 z 统科委、科

挠和主要科研单位的科技普及与宣传教育工作。体 z 兼非职业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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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竞赛租培宵，全民健身工作等。妇 z 表示妇联组办的各类文化

活动。农 z 广纳乡村文住、庙会文化、农民文化等。市=含市民

文化、老年人文化、节 S 文化和重大文化油动等。满:启广告、文

化流通之新途 e 影=开影视创作并欣赏之二走媲。二三民 2 姆党民族

文化、民间文化、员结风情为特色。个体户 z 容文化战结改革中

突娼的异军们一席之埠。

银)11 平原有悠久的文化历史，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，人

类就在这里繁结生怠，始创文明。距今银)II r暂 30 公盟的水洞向 i日

石器人类活动遗址租遗物的发掘，表愣银川平原是中华民族越古

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

史前3在器周，银)11 平原被称为主方、舌方 z 戎、款、夏后族

及"般民野生活搭功夜班块土地。春秩战勇为搞衍戎国，被秦惠

文三巨〈公完前 390 年)烧属为"立撞"，始皇国袭。

醒过始有建景。机武帝觅葬在二三年〈前 114 前) ，在今银 )11 市设

有三县:廉县(今银川市北〉、英武总(今银)rj'"f首幡永宁县境内〉、

灵济i甚(今永宁县东境内向中擎〉。东曾十六剧时期，属大夏圈，

设薄骨律域(汉灵洲故桂〉、放汗域(今银川市东姆，义名黯子

黯〉。黯北朝时期先后属北巍、西魏和北周。北魏 z 设薄骨律镇

〈聚精赞律城址) .辖区相当于解鼓前〈民国)宁夏省和靖宇夏府 e

嚣魏 z 设;这州(北魏薄骨律镇址).辖区与薄骨律镇胃。花圈:设

灵州〈治仍在西魏提州杜〉、辛辛远都(治怀远县〉、怀远县〈浩今

银)I[ ，若东郊)。隋设~编辑工基:提武都(梅~t用英+H蛙) ;宏静县

〈拴在今永宁县地境内〉、怀远县(今银川市东)。 磨设…州府井三

县 z 灵州(治河中堡〉莹魏方节度使和提州都赞挠、大葱、智婿，英

武县(治在今永宁县离部境内〉、保静县(今永宁县南境内)、怀



.4. 绪论

远县(今银川市治址)。北宋设一州两镇:灵外I (治词中堡〉、保

静镇(今永宁县境内)、怀远镇(今银川市〉。西:1:立国，银)11 为

其京都。在今银JII 市境内设一府五州 z 兴E*:府〈今银)11市〉、郑邦

(今银川|市〉、英州(河中能〉、顺州(今永宁品西南〉、怀州(今

银川市东〉、静热(今永宁县)。元初在银}II市设西夏省，后迁豆豆

甘 ffl (今甘肃张掖〉改为甘肃省，又设宁夏蹭路并二州:夷州

〈词中继〉、中兴ffl (今辍JiI市)。魏代设长城九边蠢慎，镇) 11 r育为

"宁翼镇"城，并设五卫 z 宁主艺卫、宁夏左电卫、宁夏有屯豆、宁

束中屯.n、前.n及封潜王踌、宁夏巡抚掩盖哥等，均在今银)11市。洪

武十七年 (1384 年) ，灵州〈河中堡〉出故城为?可水崩菇，惟潘西

南一角，于故城北七理筑域，自始英武抬址上了黄河东岸，数迂

而至今治址，与银}II市境域脱离。清程设一黯二县一营=宁夏脚

(今锦州市)、宁夏县、于一瘸县(均在今银JIIr吉)、八旗验防既宁夏

等处将骂王府〈初治在银川市东北隅，后由移筑新城，摇谓满域满

营〉。民国初建制闵清代， 1929 年 1 月 1 哥再次设宁夏省〈治今银

川市)，中夏基、宁朔甚(均在银川市); 1942 年始，堪设永宁县

(今永宁县址)、辍州市(今市址)、破宁夏县为贺兰县(浩今县

址)、宁期县委支迁终至小坝(今青铜峡市〉。

解放后，宁夏省和辗)II市同设子 1949 年 9 月〈均在今银州

市) ，问时即设贺兰县〈今址λ 永宁县〈今址) 0 1954 年，宁盟、

甘露合并成立甘露省 a 辖设银川梅区、银JJI 市(治均在银JII 市) • 

于辖永宁、贺兰、平罗、宁期等主去。 1958 年 10 耳成立宁囊团族自

治区，首府结银川市。至今，市辖有三区两甚 z 即城区、郊区、新

城区、贺兰县和永宁县。

银}II市的自然景观得天独晖，雄壮宏辙，人文史遗更比行政

建置遥先拓展 F 既丰盛叉璀灿，有史诗也出帝王将相，真乃物华

文茂，钟灵毓秀之邦。其自然盘现有"天下黄河富宁盟"，实商

在八百E在于夏剂，首苦苦在银川平原 2 秦技唐王代古粟，北朝至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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